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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架梁立柱 建章立制
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大格局

苏州现有基层党组织3.5
万多个、党员56万多名，其中
约80%集中在城市。城市在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城市基层党建的战
略性、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

结合城市化基础好、起步
早、发展快，以及城市基层党
组织地位和作用突出等实际，
不断完善城市基层党建制度
体系，苏州推出《关于加强新
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
见》《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
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书记激
励保障的实施办法》《关于加
强街道社区与单位、行业党组
织共驻共建互联互动的实施
办法》等“1+N”制度文件，架
起具有苏州特色的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四梁八柱，构建“一
轴两化、三方共建、四级联动”
工作体系，充分发挥街道社区
党组织在城市基层党建中的
动力主轴作用，牢牢把握城市
基层党建区域化、网格化两大
抓手，推动街道社区、单位、行
业党建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实
现市、县级市（区）、街道、社区
党组织四级联动，为整体推进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制度
依据。

街道搭台 部门出力
实现共驻共建互联互动

城市基层工作做得好不

好，关键看党组织建设有不有
力。苏州扎实推进街道职能
转变，逐步取消招商引资等经
济发展责任，引导推动街道党
工委进一步聚焦主责、突出主
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党
建上来，转移到公共服务、公
共管理和公共安全上来，调整
优化街道机构职能设置、减少
管理层级，积极探索街道“大办
制”，变“向上对口”为“向下对
应”，全市各街道基本挂牌建立
党建工作办公室。

当前，城市各种要素功能
更加汇集，空间结构更加复
杂，治理任务更加繁重，需要
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利用自
身优势，出力共建，增强城市
基层党建的整体效应。市政
设施管理处是姑苏区沧浪街
道道前社区的共建单位，参与
社区启动的党组织为民服务
项目，只要居民反映街巷里的
道板有问题，他们都尽快安排
修理，消除安全隐患。姑苏区
社区支部已与区级、市级机关
部门的亲密互动，成为苏州推
动机关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
结对共建的缩影。

近年来，苏州着力打破城
市各领域党组织行政隶属壁
垒，推进街道社区、单位和行
业基层党建共驻共建互联互
动，突出“街道搭台、部门出
力、支部行动、党员亮牌”，推
动全市机关单位、国有企业、

“两新”组织等单位、行业党组
织与街道挂钩联系，市级带头
将180多个市级机关部门、企
业、学校和医院等单位全部按

属地划分到 19
个街道当中；同
时，充分调动全
市3000多个行
动支部融入街
道社区党组织，
共同参与基层
治理实践，引导
党员在社区网
格主动亮身份、
树形象、作表率。

直面需求 为民服务
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

苏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的一条鲜明主线，就是把为民
服务作为谋划和推进城市社
会治理和基层党建的核心，制
定出台了《苏州市社区党组织
为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按每个社区每年20万
元标准，设立“社区党组织为
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社区党
组织有资金、有资源、有手段
为党员群众服务。

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项
目是增强社区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服务能力的有力抓手，专
项经费主要面向社区党员和
居民，解决党员群众最关心、
最迫切、最直接的实际需求。
我们遴选了100个“社区党组
织为民服务百佳示范项目”，
如围绕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
挥，姑苏区虎丘街道嘉业阳光
城社区党委实施了“博士阳光
讲坛”；围绕关心关爱老年人，
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西津桥
社区党委实施“关爱老人、情

暖夕阳”项目；围绕提升社区
自治管理水平，吴中区郭巷街
道湖景花园社区党支部实施

“5+共建会”项目等，以小动作
破解老难题、取得大成效、形
成好经验。

抓好保障 激活资源
让基层红色细胞充满活力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关键
在落实、在执行、在实干。苏
州市重点围绕有人管事、有钱
办事、有场所议事抓好基础保
障。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专门设立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专委会，由市委组织部、
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委教育
工委、市民政局党委、市财政
局党组和市政府国资委党委
等6个单位构成，齐抓共管推
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离不
开实实在在的支持保障。苏
州出台意见，推行社区工作者

“三岗十八级”薪酬体系，打造
专业化社工队伍建设保障途
径。比如，姑苏区通过实施

“三岗十八级”，所有社区工作
者的薪酬待遇普遍得到提升，

全年待遇达到8.4万至12万；
牢牢抓住带头人队伍建设，出
台社区党组织书记激励保障十
项措施，加大优秀带头人选拔
进街道班子或者事业副科岗位
力度；对获得苏州市社区治理
带头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按
照不低于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5倍
发放年收入。目前，全市社区
党组织书记年平均收入约15
万元，进入事业编制或行政编
的达87人。重点抓住直接面
向群众、服务群众的开放式公
共场所、党组织活动场所、以及
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等三类场
所，在全市建成5100多个“海
棠花红”先锋阵地，广泛覆盖镇
街社区、开发园区、楼宇商圈。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苏州市委、市政府充
分发挥广大党组织和党员的
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
动、最有力的措施投身疫情防
控第一线，筑牢人民防线，为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图片由苏州

市委组织部提供）

■于洪生

2017年夏天在上海召开

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座

谈会，拉开了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的序幕。作为一项全新

的工作，城市基层党建并不

简单地等同于社区党建、街

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等领

域的党建工作，而是具有自

身的一些新特点。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基

层党建、社会治理等工作时

指出，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把资源、服务、管理下

沉基层、做实基层，把每个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

堡垒。

江苏省苏州市近两年的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抓得有声

有色，在建章立制、构建城市

基层党建大格局，打造各驻

区单位共治共建互联互动新

模式，把资源、服务、管理下

沉基层，打通惠民“最后一公

里”等方面，都做出了“苏州

特色”，在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上形成了一些好做

法，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党建

失之于空、失之于虚的问题。

苏州市坚持在做强街

道、做优社区、做实系统、做

活治理与服务上下功夫，构

建“一轴两化、三方共建、四

级联动”工作体系，推动街

道党工委聚焦主责、突出主

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三

公”（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上来。他们将组

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打

破基层党组织间的各种壁

垒，推进单位制党建与街道

社区党建的有效对接，实现

共驻共建共享。各种为民

服务项目遍地开花，有效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服务能力。

社会治理重心在街道社

区，城市基层党建重心也必

须落到街道社区。要加强对

社区的工作支持和资源保

障，统筹上级部门支持社区

的政策，整合资金、资源、项

目等，以社区党组织为主渠

道落实到位。苏州市为保障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深度推

进，从领导机制、资源保障、

项目推进等方面加大力度，

强化市、区、街道、社区党组

织四级联动，推行社区工作

者“三岗十八级”薪酬体系，

打造专业化社工队伍，牢牢

抓住带头人队伍建设，使每

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能发挥出

战斗堡垒作用，从而为苏州

改革开放再出发、提升城市

能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者
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江苏省苏州市江苏省苏州市：：

党建引领做优社区做活服务党建引领做优社区做活服务

把基层党建贯穿于城市治理全过程把基层党建贯穿于城市治理全过程

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近年来，江苏省

苏州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优势来抓，切实

提高城市基层党组织引领改革创新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坚持在做强街

道、做优社区、做实系统、做活服务与治理上下功夫，将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

源、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城市领域的党的领导，努力为

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强基固本、凝心聚力。

苏州市公积金姑苏分中心与姑苏区南环第一第二社区结对共建。


